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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 北京万国学校 经济法一直在法律体系中处于尴尬的地位，

能否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也颇受人质疑，其涵盖领域并

没有明确的界定。 我们可以看到，本部门法往往一方面既涉

及到平等主体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另一方面也都包含有国家

行政权力的内容，具有“公”、“私”交融的特征。这种表

面上的四不象的特征使得经济法在司法考试之中成了大杂烩

，是涉及法律法规最多，考点和分值最为分散的一部分。本

部分在卷一以选择题的形式考核，其包括的法律主要有：《

反不正当竞争法》、《拍卖法》、《招标投标法》、《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商业银行法》、《银

行业监督管理法》、《证券法》、《个人所得税法》、《税

收征收管理法》、《会计法》、《审计法》、《劳动法》、

《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

法》、《环境保护法》等；包括的法规和规章主要有：《贷

款通则》、《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税收征收管理法

实施细则》、《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证券公司检查办

法》、《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

的意见》等。上述二十余个法律文件在2005年司法考试中一

共考查到了十五个，出了40分的题，题目共25道，分别为单

选10道，多选12道，不定项3道。其所考查的法律范围和分值

比例基本上是多年一以贯之，保持稳定。 针对经济法具有的

上述特殊性，考生应注意把握以下这些复习方法。首先，正



是由于经济法法规众多，分值分散，该部分一向被人认为是

鸡肋，但鉴于其总分颇高，采取完全放弃的态度自然也是不

可取的。经济法是一个内容庞杂的部门法体系，它所包含的

众多法律文件之间虽然共同点不多，但都属于理论要求不高

，主要依赖法条的浅层次知识点。因此，以法条为主，以教

材和习题为辅就是复习的基本方向，要“点到即止”。经济

法的教材每年编写的都很繁杂，让考生颇为棘手，进而产生

畏难情绪，甚至想彻底放弃对本部分的复习。其实，每年教

材的核心部分都是对法条的重述，其他部分有一半是根本在

考试中无意义的，如开始部分的法律制定背景介绍和结尾部

分的法律责任评述。另一半则是编写者引用摘编的一些并未

收入当年《司法考试法律法规汇编》的重点法律文件，对这

一部分确实应特别注意，因为它们貌似在必读法律法规以外

，因此很容易被考生忽视，这就可以通过多做习题的方式进

行查漏补缺，充实复习范围。 其次，无论从知识点还是考点

的分布来看，经济法部分“注水”严重，是典型的“纸老虎

”，各单行法中只有个别重要的制度和规定值得引起重视。

历年考点集中，所以集中复习高效率地拿到分值是完全有可

能的，“重者恒重”是复习它的法宝。比如，《劳动法》始

终鹤立鸡群，是经济法中考查分值最多的，而且每年必考。

其他法律则分值差别不大，甚至个别年份列入考试大纲的法

律却根本没有出题。本部分的法规和规章以及司法解释与其

他部门法不同，一向很少考到。具体到每个法律中的考点也

是每年都有所侧重的，如《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范围和

七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构成要件；《拍卖法》的拍卖规则（

瑕疵请求规则；价高者得规则；保留价规则；禁止参与竞买



规则）；《招标投标法》的中标通知书的法律效力和分包人

的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消费者的权利与经营者的

义务和争议解决的特定规则；《产品质量法》的产品责任与

产品瑕疵担保责任；《环境保护法》的环境民事责任和环境

纠纷解决程序；《实体税法》的各税种的纳税义务人和个人

所得税的征、免、减；《税收征收管理法》的税收保全与强

制措施和税收的退还与追征；《商业银行法》的商业银行的

业务与监管和商业银行的接管与终止；《证券法》的证券发

行（承销）、证券交易的一般规定（结合《公司法》第4章“

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发行和转让”，第5章“公司债券”）以

及上市公司收购；《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的取得（出让与划拨）和房地产交易；《土地管理法》的集

体土地使用权形态；《劳动法》的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合同

的事由、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后果）和劳动争议（劳动争议

的范围、争议的解决途径）等。综观以往10年左右的司（律

）考，上述重点考点以外的知识点在试题中出现的概率要低

的多。因此可以说，司法考试在很大意义上就是一种建立在

“放弃”基础上的考试，考试结果一条线，只有“过”与“

不过”的区别，执着的追求高分并无太大实质意义，真可以

说是“60分万岁”。这个特点在经济法这个部分体现的尤其

明显。我们应当看到，经济法是实体规定与程序规定的结合

，理论性不强，法律关系并不是非常复杂，在司法考试中得

分本应比民法、刑法等注重理论性的部门法容易得多。但是

实践表明，众多考生在司法考试中的成绩很不理想。我们认

为这与本部门法的特点有较大的关系。本部门法的一个突出

的特点就是规定非常繁杂，知识点多、杂、散，而实际上其



中很大一部分根本就不会在司法考试中出现。聚集在经济法

旗帜下的众多法规彼此之间很难找到多少实质性的联系，核

心考点全被湮没在浩繁的法律条文当中。实体法虽然法律关

系较为复杂，但是它的制度体系非常清晰，整体感较强，考

生把握起来也相对容易；但是对于经济法，其中的知识点却

没有如实体法那样的整体性和体系性的特点，而且法规和法

条的数目非常繁多，更加加大了考生全面掌握本法知识的难

度。所以，要想在经济法上取得高分，其中的关键在于必须

弄清呈零散状态的各个相对独立的知识点，要有一双“火眼

金睛”，善于从法条的汪洋大海中淘出考点。考生切忌不分

主次，眉毛胡子一把抓，贪多求全，以至忽视重点。“以全

求胜”是绝对不可取的，因为这既不必要，更不现实。经济

法中有80%的考点隐藏在20%的重点法条后面，花最少的时间

和精力取得最佳的效果才是我们的复习目标。为了追求100%

的保险，再将80%的非重点法条复习一遍以求覆盖其余20%的

考点是不经济的，更是不明智的。司法考试的难关不在于它

的“深”，而主要在于它的“广”。集中有限的时间和精力

牢牢掌握必考考点才是上策，才能做到事半功倍。 值得注意

的是，2005年的司法考试经济法部分除了历年常考考点依旧

是重点，还出现了以下一些新情况：第一，热点问题在考题

中有所反映。例如卷一25题考到了环境影响报告书。2005年

环境法方面的一个热点问题是圆明园防渗膜的环保问题，环

境影响报告书是其中的核心，如果考生平时关注到相关领域

的热点问题的话，此题出得并不意外。与圆明园问题相关的

另一法律条文为环保法第18条“特定区域的环保制度”。而

卷一72题考的是应当由国务院批准的建设用地项目。土地征



收是土地管理法领域的热点问题，尽管不少考生可能在复习

时注意到了建设用地的审批，但此题的难度仍然非常大，首

先A选项涉及的法条就太偏了，再者又同时考农用地转用审

批和国家建设用地征收，很容易弄混。第二，大纲新增考点

考到的比例相当高。比如，卷一27题考的是商业银行破产清

算时的财产分配顺序，该题的内容属于大纲新增内容。尽管

有时出题老师并不理会该年度大纲新增内容，但由于大纲新

增内容非常有限，对于这部分具有迥异特点的内容建议还是

要首先掌握，以免考到时后悔不已。 针对2006年司法考试，

如何复习经济法？什么方法最有效率？我们都要进行反思。

个人意见是平时复习还是放在我们前面介绍的常考重点上，

坚持重者恒重，象审计、会计这样罕见出题的部分还是不作

为重点，这样体现了效率。但是为了防止出现偏题，平时要

多做一些题目，尤其是关于那些“小法”的题目来查漏补缺

，这是为了以防万一，二者结合也许效果好一点。最后要提

醒的是，2005年经济法部分新修订了《个人所得税法》，大

家要认真关注与之相关的考点。 最后，经济法的复习重点要

结合试题的命题方式。按照历年大纲的要求，卷四的案例题

和主观论述试题不会在此部分出现，但从近年实际情况看，

不排除在民法案例中设计部分问题考查经济法中有关法律的

知识，但难度不会太大，得分容易。比如，《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和《产品质量法》中诸如“产品责任”、“瑕疵担保

责任”等许多知识点均与民法基础知识联系紧密。至于卷一

的客观题，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本部分考核试题的题型中单

项选择题的比重明显高于其他部门法，多项选择题和不定项

选择题比重不高，也就是总体比较简单。这一部分要做到命



题部门所谓的“客观题主观化”是有局限的，很难有实质的

提升。由于经济法部分在多项选择题和不定项选择题中虽然

也会出现但数量不会太大，而且2分题的出现并不会导致考核

知识点的扩展，因此对考生的复习准备来讲没有显著影响，

还是属于“送分题”部分。但必须指出，近年的司法考试对

和经济法的考查方式存在着一种十分明显的倾向，即在理论

深度基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主要是因为这一部分和实践联

系紧密，单纯的理论点确实不多），通过扩展考核范围来加

大难度，一个选择题的四个选项往往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设

计，对其中任何一个选项把握不准都会前功尽弃导致失分。

针对这一现象，一方面考生要强化记忆能力，要花苦工夫。

但另一方面更重要，就是学会对法律规定的精确理解，这种

精确理解未必是精确记忆，这是没必要的，更是不现实的。

它指的是对法条背后立法目的的深刻领悟。对现有法律学习

的最高境界就是使自己成为“立法者”，看破蒙在法律条文

上非常僵化的面纱，真正理解核心的立法宗旨和目的，既要

知其然，又要知其所以然，这是简化记忆内容，准确运用知

识点解题的“金钥匙”。北京万国学校可以说对这一复习方

法理解的最深，运用的也是最为得心应手，在其编写的图书

上和讲课的风格上都有鲜明的体现。这是辅导考生能最终轻

松过关的法宝。 当然，经济法部分的特点就是法规众多，知

识点分散，具体到每个单行法考分均不高。这使得本部门法

在复习上有鸡肋之感。有鉴于此，我们根据往年的律考真题

及法条本身的结构特点为大家总结出了重点、难点与易考点

，以图提纲挈领，事半功倍。但限于能力与篇幅，这种总结

是非常粗略的，并不意味着各单行法的复习仅限于此，这是



远远不够的。所谓的重点、难点与易考点都是相对的，在时

间允许的情况下全面细致的复习才是必胜的基础与法宝。根

据这样的复习策略，经济法部分对记忆能力要求是较高的，

考生应特别注意锻炼，尤其在考前突破阶段，对本部分做最

后的强化记忆是比较容易取得明显成效的。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